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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傅里叶分析是在物理学与工程学的许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的一种通用工具。
《傅里叶光学导论(第3版)》讨论傅里叶分析在光学领域的应用，尤其是在衍射、成像、光学数据处理
以及全息术方面的应用，内容涉及二维信号与系统的分析、标量衍射理论基础、菲涅耳衍射与夫琅禾
费衍射、相干光学系统的波动光学分析、光学成像系统的频谱分析、波前调制、模拟光学信息处理、
全息术、光通信中的傅里叶光学等。

　　本书是傅里叶光学和光信息处理领域的标准教材和参考书，可用做高校相关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
和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供从事模式识别、图像处理、显示、传感器、通信、数据存储和成像系统等领
域研究的工程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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